
#$'

例#其中
"!/

三体综合征
"<#

例#占筛查总数的
&%)X

%

97Q

高风险
"!

例#占筛查总数的
'%$X

%

!)/

三体综合征高风险
"(

例#占筛查总数的
'%&X

,筛查阳性孕妇均建议进行羊水穿刺

培养及加强超声诊断等临床监测措施,在
#$'

例高危孕妇中#

")(

例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行羊膜腔穿刺取羊水细胞培养进

行染色体检查#发现
"!/

三体综合征
=

例#核型为
$=

#

bb

#

h"!

$

例%

$=

#

bV

#

h"!#

例%

!)/

三体综合征
#

例#均为
$=

#

bV

#

h!)

%

97Q

高风险胎儿中进行
Y

超筛查#确诊为神经管缺陷
#

例#

"

例为单纯脊柱裂#

!

例为开放性神经管缺损#均已引产证

实,详见表
!

,

表
!

!

Q-

)

97Q

和
R-

风险假阳性率比较

组别 筛查高风险例数 确诊病例 假阳性率$

X

&

<&X

可信区间$

X

&

Q- "<# = &%) &%"!

!

(%#<

97Q "! # '%$ '%"#

!

'%&=

R- "( # '%& '%##

!

'%=!

/%/

!

不同年龄组风险阳性率比较
!

在
&'$(

例孕妇中#

#&

岁

以下占
<=%'X

$

$)<#

"

&'$(

&#其中
"!/

三倍体的筛查阳性率为

&%&X

$

"(<

"

$)<#

&#

#&

岁以上$含
#&

岁&筛查阳性率为
!&%=X

$

"$

"

!&#

&#大于
#&

岁组的风险阳性率高于
#&

岁以下年龄组孕

妇$

&

"

;")%!&<

#

"

$

'%'&

&%

#&

岁以下
!)/

三倍体综合征的筛查

阳性率为
'%&X

$

""

"

$)<#

&#而高龄孕妇组阳性率达
"%(X

$

$

"

!&#

&#两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&

"

;!#%&(#

#

"

$

'%'&

&%

97Q

的筛查阳性率在两个年龄组分别为
'%$X

$

!<

"

$)<#

&和

!%#X

$

"

"

!&#

&#两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$

&

"

;#%'<=

#

"

%

'%'&

&#详见表
"

,

表
"

!

不同年龄组风险阳性率比较%

X

(

年龄组$岁&

筛查阳性率

Q- 97Q R-

合计

$

#& &%& '%$ '%& (%#

&

#&

!&%=

"

!%#

"%(

"

!<%(

!!

注!与
$

#&

岁年龄组比较#

"

"

$

'%'&

,

'

!

讨
!!

论

随着社会工业化程度的发展#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加#先天

性缺陷儿的出生率有增加的趋势,我国大约有
('

万唐氏综合

征患儿#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#患儿的出生给家庭和社会

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,因此#产前通过筛查发现患儿#及时采

取措施#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*

#

+

,最初#人们把年

龄作为进行产前筛查的指标#直接利用羊水穿刺#脐血穿刺法

进行产前筛查检测,本文对
&'$(

例孕中期孕妇的产前筛查

结果的统计分析显示#

Q-

高风险阳性率为
&%)X

#与其他资料

报道的
&X

阳性率接近*

$

+

,虽然
#&

岁以上妇女的筛查阳性率

为
!&%=X

#高于
#&

岁以下妇女#但仅有
)%"X

的
Q-

分布于高

龄孕妇#与
6EA@H_

和
*EH8EB

*

&

+报道约有
)'X

的
Q-

患儿由
#&

周岁以下的产妇生育相一致,这是由于大多数妇女都在
#&

岁

以下怀孕生产#娩出
Q-

患儿的数量远远高于高龄孕产妇#因此#

年龄不能作为筛查的惟一指标,同时#本文通过比较不同年龄

组孕妇生产
97Q

患儿的阳性率#发现结果无明显差异#而
Q-

和
R-

的发生率在不同年龄组孕妇之间有明显差异,

有研究结果显示#在孕早期采用妊娠相关血浆蛋白
/:

)

GJBB/

$

/]6W

)

:,S

和
IR#

作为筛查指标#可达到
='X

的检出

率#如果同时采用超声检查#检出率会达到
))X

,孕中期用三

联检查法#即使用
:,S

)

]6W

)

IR#

作为筛查指标#假阳性率为

&X

,本研究运用孕中期双联检查法进行产前筛查#假阳性率

为
(%&X

,因此#产前筛查是为优生优育提供的一种检测手

段#仅仅是一种风险评估#最后还需要结合
Y

超检查)羊水培

养)染色体分析等方法进行确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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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临床研究!

巴南地区血小板计数参考值调查

刘万彬!刘成娅"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检验科
!

$'!#"'

$

!!

"摘要#

!

目的
!

为建立实验室准确可靠的血小板参考值提供参考%方法
!

应用
Y6/&!)'

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健

康体检人员
$"<'

人份血小板计数%结果
!

血小板参考值男性为"

)#

!

"=#

$

Z!'

<

&

3

!女性为"

<#

!

"<!

$

Z!'

<

&

3

!

男'女血小板参考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"

"

$

'%'!

$%结论
!

成年男性和女性的血小板参考值有明显差异!原参考值

已不适用于临床需要!应建立各地区男'女性血小板参考值%

"关键词#

!

血小板计数#

!

参考值#

!

重庆

!"#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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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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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献标志码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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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编号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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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科技的发展#各类血细胞分析仪层出不穷#文献报道的

血小板正常参考范围参差不齐#多数报道均与目视计数法的参

考范围有较大差异,因此#建立本地区的血小板参考值具有重

要意义,本文对巴南地区血小板参考值进行调查#报道如下,

$

!

资料与方法

$%$

!

标本来源
!

本院健康体检人员且白细胞)红细胞)血红蛋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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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
检验医学与临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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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!

月第
)

卷第
!

期
!

3EL*BN62@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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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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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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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正常的血标本#共
$"<'

人份#其中男
"<)=

人份#女
!#'#

人份#年龄
!=

!

)!

岁,

$%/

!

仪器与试剂
!

迈瑞
Y6/&!)'

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,

$%'

!

全血质控物
!

美德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生产,每日室内

质控均在控,

$%1

!

方法
!

采用成都市双流双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一

次性静脉真空采血管$附加剂为
RQ7:/e

"

&#体检者早晨
=

!

''

!

<

!

''

空腹静脉采血
"03

后混匀#

"F

内检测完毕,

$%2

!

统计学方法
!

数据用
*@HJ1?1GCRPHB2

进行处理#按
:>

!;<(F

统计,数据间的差异比较采用
=

检验,

/

!

结
!!

果

$"<'

人份标本经迈瑞
Y6/&!)'

血细胞分析仪检测#血小

板计数结果呈正态分布#其参考值!男性为$

)#

!

"=#

&

Z!'

<

"

3

#

女性为$

<#

!

"<!

&

Z!'

<

"

3

,不同性别间血小板计数结果比较

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"

$

'%'!

&#女性高于男性#与多数文献报

道相符,男)女两组仪器法与目视计数法比较见表
!

,男性组

与目视计数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"

$

'%'!

&%女性组与目

视计数法大致相符#差异无统计学意义$

"

%

'%'&

&,

表
!

!

男女两组血小板参考值与目视计数法

!!

参考值比较%

:>!;<(F

(

组别
,

血小板$

Z!'

<

"

3

&

男
"<)= !=)><&

女
!#'# !<"><<

目视计数法
\ "''>!''

!!

注!

\

表示无数据,

'

!

讨
!!

论

血小板主要的生理功能是参与止血和血栓的形成#是临床

医生判断患者机体止凝血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#其计数的准确

性十分重要,但国内多数实验室血小板计数采用的是目视计

数法的参考范围*$

!''

!

#''

&

Z!'

<

"

3

+#而不同地区)不同实验

室)不同仪器的计数结果都可能有一定差异#因此建立各地区

正常参考范围显得很重要,很多文献均报道血小板的正常参

考范围女性高于男性#而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*

!/(

+

#参考范围相

差也比较大,所以每个实验室最好建立相应的男女性参考范

围#不应笼统使用$

!''

!

#''

&

Z!'

<

"

3

的参考范围#这样才有

助于临床医生正确阅读)解释和应用血小板检验结果,本文结

果也与此相符,多数文献报道的样本份数在数百人份#而本文

的样本量大#结果可信度更高,所以巴南地区应废弃原参考

值#采用本研究参考值男$

!=)><&

&

Z!'

<

"

3

#女$

!<"><<

&

Z

!'

<

"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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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临床研究!

小儿细菌性肺炎血清抗体及补体检测分析

陆
!

丹"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检验科!武汉
!

$#''='

$

!!

"摘要#

!

目的
!

分析细菌性肺炎患儿血清抗体和补体水平!为揭示小儿细菌性肺炎的病理生理机制提供科学

依据%方法
!

以小儿细菌性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!选择同期在医院体检的婴幼儿为对照组!入院后送检痰培养!并

测定两组患者静脉血清抗体
+

D

:

'

+

D

W

'

+

D

*

及补体
6

#

'

6

$

水平%结果
!

$=

例细菌性肺炎患儿痰标本培养出细菌
&'

株!其中革兰阴性杆菌
"<

株!革兰阳性球菌
!(

株!其他细菌
&

株%血清抗体
+

D

:

'

+

D

W

'

+

D

*

及补体
6

#

'

6

$

水平!肺

炎组分别为"

'%#<>'%#)

$'"

=%$(>$%<=

$'"

'%)(>'%&$

$'"

'%)#>'%"$

$和"

'%&$>"%$&

$

D

&

3

#对照组分别为"

'%&=>

'%$&

$'"

=%(&>$%=&

$'"

!%'&>'%&$

$'"

'%<=>'%#=

$和"

'%"#>'%'<

$

D

&

3

%其中肺炎组
+

D

:

及
6

#

含量显著低于对照

组!差异有统计学意义"

"

$

'%'&

$!而
+

D

W

'

+

D

*

'补体
6

$

水平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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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%'&

$%结论
!

小儿细

菌性肺炎与机体的体液免疫及补体系统功能紊乱密切相关!与细胞免疫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%

"关键词#

!

细菌性肺炎#

!

婴幼儿#

!

免疫球蛋白#

!

补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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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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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肺炎仍然是新生儿感染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#在一些条

件相对落后的地区#肺炎往往是新生儿死亡的首要原因,小儿由

于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建立#免疫功能低下#易患细菌感染性疾病#

小儿细菌性肺炎与机体免疫功能失调密切相关,本文通过分析小

儿细菌性肺炎患者血清抗体)补体水平#了解其免疫功能的变化#

为揭示小儿细菌性肺炎的病理生理机制提供科学依据,

$

!

对象与方法

$%$

!

研究对象
!

选择
"''<

年
!

!

#

月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住

院的小儿细菌性肺炎
$=

例#其中男
#&

例#女
!"

例#年龄
!

!

<(

个月#平均$

!<%()>"!%=&

&个月,全部符合肺炎诊断标准*

!

+

,

同时选择同期来本院体检的婴幼儿
&!

例作为对照组#其中男

#!

例#女
"'

例#年龄
!

!

<(

个月#平均$

!=%"$>"'%<!

&个月,

$%/

!

方法

$%/%$

!

痰细菌培养
!

患儿入院后清洁口腔#吸痰管吸痰或取

肺泡灌洗液于无菌容器中#

#'0@A

内送细菌室进行细菌培养

和药敏试验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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